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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107年度USR推動中心聯繫作業及執行成果

中華民國 1 0 7年 1 2月 0 3日

計 畫 主 持 人：沈榮壽 教 授
協同計畫主持人：江彥政 副教授

嘉義平原區
優質友善栽培產業
茁壯計畫

簡 報 大 綱

一. USR推動中心管考機制
二. 計畫概述
三. 計畫推動之組織運作及架構
四. 107年度計畫執行亮點
「芝蘭教室」創新課程工作坊

友善栽培場域空間實作

城鄉平台交流活動辦理

友善栽培產地體驗活動

USR展覽活動紀錄



一、USR推動中心機制-推動中心組織架構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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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USR計畫訊息通知皆由諮詢協作組
專案人員，以電話、e-Mail進行聯繫



一、USR推動中心機制-諮詢協作組

107/07/19專員訪視

107/09/18博後訪視

訪視安排方式：
1.由推動中心篩選「區域輔導團行事曆」內活動，進行訪視。
2.由各校執行團隊自行主動邀請，參加場域活動或重要活動。
3.分為專案人員訪視及審查委員訪視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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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SR推動中心機制-區域輔導團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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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填報方式：由各校USR團隊登入後，分為場域活動、工作會議、重要活動、其
他等項目進行活動名稱、時間、地點之訊息填報。



一、BC類計畫區域輔導團召集人與核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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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訪視安排方式：由推動中心與團隊進行接洽，每次為1~3位不等，訪視當日
得為計畫活動、工作會議等，形式不拘，本校訪視於107/10/13(六)辦理。



一、USR推動中心機制-資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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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SR推動中心機制-官方網站、社群網站

USR推動中心官方網站：提供
計畫介紹、行政消息、媒體報
導、各校計畫下載、最新消息

更新等

USR推動中心FB粉絲專頁：進行
各校活動訊息分享、計畫交流



生 產 端

農村永續發展：要裡子，也要面子！

裡子：實質的經濟穩定
面子：精神層次的社會肯定

產品安全、農村環境友善優質

營造可食可遊新農村
友善小農返鄉動能有效率延續

二、計 畫 概 述
8

消 費 端

以外觀品質與口感掛帥
市場主導生產模式

需要建立辨識產品安全概念

友善小農與消費者建立友伴關係
實質與精神層面共同成長

農友與消費者
跳脫產銷關係

農友進行農事
經驗分享

友善環境農事
生產空間

共檢出6項農藥殘留
但是，殘留量都符合

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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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推動之組織運作及架構

學 歷：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學系博士

經 歷：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主任

專長領域：園藝科技/景觀植物學/開花生理/

植物種苗科技

‧計畫主持人 沈榮壽

106年 106年度彰投雲嘉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

106年106年度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105年嘉義地區農村再生陪伴計畫，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105年雲嘉地區農村再生培根計，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105年嘉義縣加速農村再生輔導暨
整合行銷計畫，嘉義縣政府。

105年從嘉開食-誠食．承食．盛食
發展計畫，嘉義縣政府農業
處。

105年嘉義縣新時代農學院學程，
嘉義縣政府。

104年雲嘉地區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本
團
隊
近
兩
年
內
執
行
專
案

國立嘉義大學

江 彥 政
景觀學系主任

社區規劃師、農村再生顧
問師/國立中興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有 機 認 證
南和有機農園

銘舜有機農場

友 善 栽 培
呷飽麥自然農園

寬色果園

福月農園

漁仔果園

邱家農場

政心園

詠絮農場

士官長農場

獅子林農園

掌潭農園

友善生產組

協同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沈 榮 壽

園藝學系主任
社區規劃師、農村再生顧
問師/國立台灣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產品設計組

黃 世 輝
設計學院院長

文化(創意)產業、工藝

研究/日本國立千葉大學

自然科學研究科博士

鍾 松 晉
創意生活設計系所主任

創意生活設計、創意生

活整合設計/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工學博士

教案設計
規劃組

黃光亮

徐善德

郭濰如

馮淑慧

沈德欽

蕭至惠

跨領域
合作組

農村美學
及空間營
造組

農村旅遊
規劃組

王柏青

張高雯

曾碩文

陳美智

教案
執行組

江一蘆

詹國靖

翁瓊珍

本計畫團隊在第一線參與農村輔導與陪伴工作多年，
更清楚觀察出農村發展背後的關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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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推動之組織運作及架構

無意願配合

進行農產品取樣
374項農藥殘留檢測

專題講座

友善農法工作坊

現地教學課程

參訪見習

農友討論會

友善耕作空間實作

國立嘉義大學-USR執行團隊

農產專家學者
進行現地輔導

重新送檢跨域師資
投入創新課程
進行學生訓練

友善耕作產地
體驗活動辦理

未通過

執行範圍農友訪視
及計畫說明

重新尋找農友

邀請消費者到產地
進行活動體驗

媒合學生與專家學者
進行產業加值輔導與共創學習課程

城鄉平台交流活動辦理

「芝蘭教室」
友善耕作體系
整體創新課程

健康可食友善可遊新農村實踐

與消費者進行第一線
接觸，說明栽培理念

通過

跨
域
專
業
師
資
引
導

農
友
與
學
生
共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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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產
銷
關
係
昇
華
為
互
信
的
長
期
夥
伴

農
村
體
驗
及
田
園
特
色
景
觀
營
造

建
立
農
戶
與
在
地
社
群
的
互
動
機
制

持
續
推
動
城
鄉
交
流
平
台
活
動

運
用
農
學
專
業
協
助
友
善
栽
培
推
動

具
體
行
動

在
地
連
結

產
地
體
驗

支
援
系
統

致力於新農業農村人才培育及農村景觀環境改善，終極目標達成永續農村發展

三、計畫推動之組織運作及架構

為生產者找通路，幫消費者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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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SR執行成果-「芝蘭教室」創新課程工作坊

認證
標章

農友
經驗

見學
參訪

計畫
撰寫

三級
產業

行銷
策略

體驗
活動

友善
空間

田園
景觀

一級
產業

友善
栽培

有機
認證

精緻
農業

二級
產業

加工
技術

加工
規範

包裝
設計

規劃產業加值課程，支持友善耕作農友永續經營

本計畫團隊安排跨產業升級課程，讓專業師資(包括本校及跨校師資、業師)、友善農友、農院學生
(園藝、景觀、植醫、農藝、農管)共創共學。

1. 跨領域師資與學員熱絡交流，對於健康加工

實作積極投入，於課後主動試驗生產。
2. 農院學生吸收課外新知，跨出一級生產與管

理，了解市場與現行農業多角化經營機制。

3. 農事體驗企畫討論，讓學生與第一線生產者
互動，期許為投入農事產業之契機。

執行成果記錄執行成效統計

項
目

專題
課程

友善
農友

農院
學生

健康
加工

農產
檢測

見習
參訪

活動
企劃

數
量

28
場

13
位

239
位

12
項

25
項

2
場

3
場



四、USR執行成果-友善栽培場域空間實作-共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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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鄉-傳心農場-友善耕作示範園
新港鄉月眉社區-田園景觀教育空間

東石鄉掌潭社區-可食地景空間營造水上鄉-南和有機農場-有機體驗場域營造

友善耕作場域空間營造為本計畫的推動帶來相當的成效

由師生共同規劃再與專業工班討論並參與實作，建立友善栽培推動場域，也提供欲轉型的友
善農友與學生的試驗的場所。



四、USR執行成果-友善栽培場域空間實作-共五處

當菜園遇上景觀，食育農育從小扎根

興安國小校園「好食農場」食農教育基地
將生產環境與景觀空間結合，並且考量國小學童在操作使用上
的適宜度與學校的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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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SR執行成果-城鄉平台交流活動辦理

新竹-竹蕙婦女學苑 107.06.07

透過課程講習，交流知識不販售，更刺激了消費者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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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標：讓生產者主動出擊，接觸第
一線消費者，傳遞友善耕作與食品安全
理念。

「友善農產」與「食品安全」議題備受注目也拓展農友市場

媒合友善農友：南和有機農園、呷飽麥自
然農場、福月農場、寬色果園、漁仔果園、
政心園、邱家農場、銘舜有機農場、傳心
農場

桃園-龍潭百年大鎮 107.07.25

運用新竹經驗，健康加工體驗活動更帶動友善農產品的關注度。

嘉義-PAPPA暖心
粥麵 107.10.18

與友善店家合作吸引有
理念的消費者共同交流



四、USR執行成果-友善栽培產地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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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最大-傳心農場 107.10.13

傳心農場第二期玉米收成，規劃採收活動從中教育遊客於友善生產的機制與問題，再進行健康加
工，並安排小農交流。

昇華產銷關係為友伴，建立消費者對產地的信心與情感

友善小農夫-寬色果園 107.05.31

大崙國小師生認識在地產業，從水資源看見環境議題，也做為未來的自然科學課程參訪對象。

活動報名對象還包括即將投入生產、轉型中、對加工有興趣的農友，有助推廣友善理念



四、USR執行成果-USR博覽會 50所大專校院
93件大學社會實踐的精彩案例

透過USR，讓關心地方創生、社會創新和人才培育的產官學研的合作交流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展
示

專
人
導
覽
解
說

農
友
經
驗
分
享

體
驗
活
動
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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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SR執行成果-慢魚鵬灣，地方創生

邀請地方政府局處首長與大學教授針對
地方關懷與農漁創生、農業復興與產業
永續等議題進行交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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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有關「海洋、農業」主題之計畫，尋求
地方政府與USR計畫之間的合作契機

20 所大學校院參展、 20 件USR案例，內容涵蓋「海洋永續」及「農業創新」等兩大主題

展覽會場-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遊客中心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於現場分享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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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友善耕作技術、營造良好生產環境、執行推廣友善產品

達成優質產業永續發展

簡報結束


